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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上海成立的 “国和
一号”产业链联盟，不禁让笔者
想起了 10 年前在杭州参加“首
届三代核电 AP/CAP 合格供应
商年会”的场景。 由衷感慨时光
流逝间， 中国核电产业链尤其
是装备制造业 10 年来的艰辛
与不易。

作为 16 个国家重大科技
专项之一，“国和一号” 大型先
进压水堆承担着我国三代核电
自主化攻坚的任务， 是我国核
能产业升级的里程碑式大项
目、 大工程。 国家电投 2 月 28
日发布的信息显示，自 2008 年
启动 “国和一号” 研发工作以
来，600 余家单位、31000 余名技
术人员参与研发、建设，历时 12
年科研攻关，“国和一号” 整体
国产化率超过 90%，产业链体系
已具雏形， 位于山东荣成的示
范工程总体进展顺利。 刚刚成
立的“国和一号”产业链联盟也
提出明确目标 ：2023 年全面实
现 100%设备国产化能力 ，2025
年建成“技术上最先进最安全、
装备上完全自主可控、 经济上
有显著竞争优势” 的三代核电
产业链。

回望 2011 年，彼时的国家
核电与国内核电及相关产业的
科研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建设
及运行服务单位开展技术分许
可工作，旨在培育完整、配套的
三代核电产业体系。 2012 年 2
月 28 日，国家核电在杭州召开
“首届三代核电 AP/CAP 合格
供应商年会”， 会场座无虚席，
讨论热烈， 而当台下专家提出
为何制造企业“样件做得好，一
批量化就完蛋”的问题时，会场
顿时安静下来。 这是一个让在
场的业主、 行业机构和供应商
难以绕过的现实话题———三代
核电的材料、 装备正处于从做
展品到出产品的攻坚期， 制造
企业的技术和工艺还不过关 ，
国产化非常艰难。

确实， 当时包括三代核电
主管道在内的很多关键设备刚
刚开始技转工作， 国产化刚刚
起步， 研发和制造中出现了造
价不菲的 “废品 ”，制造厂掏了
不少“学费”。 时任中国一重副
总裁的王宝忠坦言， 中国一重
承担的 AP1000 自主化依托项
目核电锻件制造中曾出现过不
合格、废品率高等问题。 另外，
承担 AP1000 依托项目结构和
设备模块生产的山东核电设备
公司也表示现场曾遇到过模块
组装不合格的情况。

之后的采访环节， 包括中
国一重 、中国二重 、上海电气 、
东方电气、 哈尔滨电气等主力
制造企业，以及久立特材 ，江苏
银环 、上上电缆 、上海阿波罗
等众多材料和设备供应商悉
数到场。 企业和媒体互动最热
的话题， 依然是如何加快设备
国产化。

过去 10 年来，核电产业有
起有伏， 产业链一度面临项目
少 、订单少 、业务少 、人才流失
等问题， 但大部分企业选择了
在困顿中保全核电产业设计研
发、设备制造等能力，为当下和
未来核能产业助力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稳住了“底盘”。

眼下 ，能源产业绿色低碳
转型势不可挡 ， 积极安全有
序发展核电 、提升竞争力 、助
力实现 “双 碳 ”目 标 ，成 为 核
能产业链的全新命题 ， 产业
链 必 须 研 发 出 更 安 全 的 技
术 、建造更经济的工程 、打造
最绿色的项目 、 实现最优化
的 “核能+”组合 。 而从发电到
供热 、供 汽 、制 氢 ，从 大 堆 集
中 供 能 到 小 堆 分 布 式 供 能 ，
核能综合利用产业的未来还
需 要 打 破 企 业 之 间 各 自 为
政 、关起门来搞研发 、优质资
源 无 法 统 筹 协 调 的 诸 多 掣
肘 ，真正抱团形成合力 ，强根
基 、补短板 ，通过融合协同健
体升级 、焕发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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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方方区区域域电电力力市市场场
本报讯 记者杨晓冉报道：中国南方

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能源局南方监
管局近日发布 《中国南方区域电力市场
工作方案》（下称“《方案》”）。 《方案》要
求，从南方五省（区）实际出发，建立中
长期、 现货和辅助服务市场相衔接的南
方区域电力市场， 在更大范围发挥市场
资源配置作用，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助
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相关信息显示，南方区域东西部资源
互补优势突出，电能交换规模大，电网联
系紧密。 其中，云南外送电量接近总发电
量一半， 贵州外送电量超过总发电量 1/
4，广东受入电量占总用电量约 1/3，广西
受入电量占总用电量约 15%，海南年受入
电量达到 15 亿千瓦时。

截至目前，南方电网已经建成世界规
模最大的交直流并联电网之一，西电东送
通道能力达到 5800 万千瓦，西电东送规模
由 2016 年的 1953 亿千瓦时增长到 2020
年的 2305 亿千瓦时，其中清洁能源占比超
过 80%，近 3 年汛期电量占比约 55%。

与此同时 ， 南方电网还与港澳地
区 ，以及越南 、老挝 、缅甸等大湄公河
次区域国家联网，年均传输电量分别达
到 175 亿千瓦时和 35 亿千瓦时， 并与
国家电网建成输电容量为 300 万千瓦
的弱联系，年均受入电量约 150 亿千瓦
时，占全网发受电量约 1.3%。

根据《方案》，当前，南方五省（区）率
先建立中长期、现货和辅助服务市场相衔
接的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已具备基础。

《方案》介绍，在中长期市场方面，南

方五省（区）已基本构建了跨区跨省与省
内协同运作的市场体系。 2016 年-2020
年， 累计组织跨区跨省市场化交易电量
1435 亿千瓦时； 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省
内中长期市场体系，省内市场化电量规模
由 2016 年的 1510 亿千瓦时增长到 2020
年的 5035 亿千瓦时，年均增速 35%。

在现货市场方面，南方（以广东起步）
电力现货市场作为国家第一批现货市场
试点， 于 2018 年 8 月底在全国率先开展
模拟试运行，截至目前已成功验证了市场
模式的有效性与技术系统的可靠性，具备
推广条件。

此外，中国南方区域调频辅助服务市
场作为全国首个以调频服务为交易品种
的区域辅助服务市场， 也于 2021 年 7 月
转入正式运行，目前正积极推动区域备用
市场建设，相关工作方案已经编制完成。

根据《方案》，南方区域电力市场的基
本原则是严格落实改革要求，有序放开发
用电计划及跨区跨省送受电参与市场交
易，在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
供应的基础上，通过市场化机制更好促进
南方五省（区）东西部电力资源优化配置，
促进西电东送和清洁能源消纳。

《方案》提出的具体目标是 2025 年
之前，在南方五省（区）范围内建成涵盖
优先计划、中长期市场化交易 、现货交
易与辅助服务交易的南方区域电力市
场，结合市场发展实施容量补偿并适时
探索容量市场等交易机制，同时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 ， 推动西电东送可持续发
展，服务南方五省（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方案 》针对落实跨区跨省优先计
划 ， 构建南方区域电力中长期市场 、
南方区域电力现货市场与南方区域
电力辅助服务市场 ，以及各参与主体
职责分工等均作出明确安排 。

根据 《方案 》部署的南方区域电力
市场建设重点任务，2021 年 12 月底前，
需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完成“十四五”西
电东送框架协议签订，研究编制南方区
域电力中长期市场交易规划体系，建成
南方区域统一电力交易平台，完成南方
区域备用辅助服务市场设计、制定市场
建设方案等。

《方案》要求，2022 年 3 月底前，编制

完成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实施方案；2022
年 6 月底前，编制现货市场交易规则并开
展现货交易试运行；2022 年 12 月底前，开
展送电省（区）增量电源与购电省（区）市
场主体同台交易模拟运行，视情况转入试
运行或正式运行，推进省内市场向跨区跨
省市场融合；2023 年 12 月底前，具备开展
五省（区）市场主体“统一申报、联合出清”
的技术条件，建成南方区域电力中长期统
一电力市场运作机制。

《方案》 同时要求， 在配套机制方
面，2022 年 6 月底前， 建立南方区域电
力市场规则调整工作机制与南方区域
电力市场运营监管机制。

本报讯 记者赵紫原报道：中电联中
国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编制办公
室近期发布的 《CECI 指数分析周报 》
（2022 年第 7 期 ，2 月 18 日至 2 月 24
日） 显示， 本期，CECI 沿海指数 5500、
5000 千卡/千克综合价分别比上期上涨
14 元/吨、 下降 2 元/吨。 5500、5000 千
卡/千克现货成交价分别比上期上涨
131 元/吨、52 元/吨。 由于高热值煤种的
年度长协及批量采购兑现量持续不足，
叠加港口现货资源稀缺， 部分刚需采购
被动接受高价。从样本价格分布看，本期
CECI 沿海指数 5500 千卡/千克现货成
交价格区间为 1031-1150 元/吨，5000 千
卡/千克现货成交价格区间为 818-1010
元/吨，价格区间有所上移。

本期《周报》显示，煤矿逐步恢复正常
生产，供应量逐步回升至春节前水平。 多
数煤矿以长协供应为主，各地工厂和基建
复工速度加快，建材、水泥、化工等终端用
户需求集中释放，补库需求旺盛，煤矿即
产即销，库存无累积，局部地区受疫情影
响，长途拉运受限。 北方港口库存继续在

历史低位波动,其中秦皇岛港库存再次降
至 500 万吨以下。

第 5 期《周报》根据 13 个发电集团样
本数据得出了相似结论。该期样本量较上
期有所减少，年度长协、批量采购样本量
占比仍处于较低水平。现货采购仅以部分
电厂春节期间预售锁价订单为主，年度长
协高卡资源供应不足，现货采购样本中高
卡煤占比增加。 从热值分布看，5500 大卡
样本中， 年度长协和批量样本占比极低，
主要靠高价现货资源拉升整体热值，资源
结构性短缺问题仍然存在。

记者梳理了 2021 年全年 《周报》，电
煤中长期被反复提及。第一季度电煤供应
持续偏紧，价格继续高位上涨；第二季度，
煤炭供应持续偏紧，市场价格淡季继续高
位上涨。 2021 年上半年，国务院常委会重
点部署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市场炒作
情绪迅速降温，期货夜盘连续跳空，震荡
下行，贸易商出货意愿增强，报价加速下
调，但仍远高于市场供需实际，观望情绪
浓厚，实际成交量不多。

2021 年第三季度，产地安监升级、迎

峰度夏负荷高峰、部分煤矿减产停产等因
素影响，电煤价格小幅回落后持续高位运
行。第四季度，电煤价格再创新高，持续高
压导致煤电企业亏损严重，冬季保供压力
加剧，电企顾大局高价备冬粮。去年底，多
期《周报》均建议，煤电脱困宜签好长协、
中长期合同签订亟需统筹，长协合同须加
快推进。

在此背景下， 国家高度重视电煤市场
增供稳价落实情况， 有关部门密集发文部
署发电供热企业直保煤炭中长期合同全覆
盖工作， 要求推动煤炭中长期合同对发电
供热企业直保并全覆盖， 确保发电和供热
用煤需要，守住民生用煤底线。并明确要求
督促核增产能加快长协合同签订， 强调要
加强中长期合同足量履约和监督检查，发
挥中长期合同“压舱石”“稳定器”作用。

国家发改委 2 月 25 日发布 《关于进
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
知》， 明确要求提升煤炭市场供需调节能
力，进一步完善煤炭产供储销体系，保障
煤炭产能合理充裕，完善煤炭中长期合同
制度； 进一步增强政府可调度储煤能力，

完善储备调节机制，适时收储投放，促进
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

如何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需关
系？ 本期《CECI 指数分析周报》建议，一
是尽快明确电煤价格形成机制相关实
施细则，进一步推进电力燃料中长期合
同签足、签实，以及合规、合法按要求签
订与履约工作，保证中长协合同供应量
达到目标要求，确保价格稳定在合理区
间内 ， 切实发挥好能源保障和稳价的
“压舱石”作用；二是稳定有效产量，确
保日产量稳定在 2021 年 12 月份的水
平，以量稳价，避免有价无市，影响有效
供应， 使得中间各环节库存持续下降，
增加后续稳价难度；三是按国家发改委
组织 2022 年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
核查工作通知要求，做好核查上报工作
和核查准备工作，配合做好中长期履约
监督工作，建立信用管理常态化和惩戒
机制；四是加强电煤供需等相关数据监
测，尤其重点关注好供需平衡 、煤质和
价格运行区间等情况，持续及时做好各
项数据的预警工作。

电煤近期补库需求旺盛

聊电事儿

核电竞争力
离不开产业合力
■朱学蕊启启航航

图片新闻浙浙江江衢衢江江抽抽水水蓄蓄能能电电站站水水库库工工程程开开工工
近日，总装机容量 120 万千瓦的浙江衢江抽水蓄能电站水库工程

正式开工，这是衢州市建市以来单体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 该电站位
于浙江衢州衢江区黄坛口乡境内，动态投资 73 亿元，计划 2026 年 8
月底首台机组并网发电，2027 年 8 月底全部机组投产发电，主要承担
华东电网的调峰、填谷、调频、调相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投运后，每
年可减少原煤消耗约 11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约 22万吨、 二氧化硫约
0.15万吨。 图为开工仪式与项目施工现场。 徐迎华 吴飞/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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